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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依托长征文化的坚韧与黄河文化

的浩渺袁 甘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仿佛被

赋予了无尽的生命力与灵魂遥
在这里袁 长征的足迹不仅烙印在

了崇山峻岭之间袁 更深深融入了这片

土地的血脉之中袁 让甘南成为了革命

精神传承不息的圣地遥 红军战士们不

畏艰难险阻尧勇往直前的精神袁如同璀

璨星辰袁照亮了甘南人民前行的道路袁
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遥

而黄河袁 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袁
在甘南境内展现出了她最为温柔与壮

阔的一面遥 玛曲县野天下黄河第一湾冶袁
宛如一条巨龙在草原上蜿蜒盘旋袁其壮

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遥 黄河文化在这里

积淀深厚袁 它不仅是自然之美的展现袁
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

见证遥 甘南人民依河而生袁傍水而居袁与
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袁黄河文化也成为

了甘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近年来袁甘南藏族自治州渊简称甘

南州冤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旅融

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袁 为推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遥
甘南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尧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袁
正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化

旅游发展路径遥

红韵悠长院
长征文化绘就壮丽历史画卷

近年来，甘南州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深入挖掘和传承长征精神。其中以茨日

那毛泽东旧居 - 俄界会议旧址和腊子

口战役纪念馆作为重要节点，已成为广

大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教育的

重要场所。

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位于甘肃省迭

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东南侧茨日那

村，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居住过的地

方，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

而俄界会议旧址则位于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俄界村，这里

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

俄界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红军北上

的战略，对于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

军的错误路线、顺利完成红军长征具

有重要意义。

在甘南州迭部县境内，一座承载

着深厚革命历史记忆的腊子口战役纪

念馆巍然矗立。作为长征文化公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不

仅展示了红军夺取腊子口战役的英勇

历程，还珍藏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和资料。纪念馆自建立以来，已成为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基地。

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

次重要战役，红军战士们凭借坚定的信

念和英勇的斗志，成功突破天险腊子

口，为红军顺利进入陕甘宁边区、实现

北上抗日打开了通道。纪念馆通过生动

的展览和详实的史料，再现了这场战役

的壮烈场景，让参观者深刻感受到红军

战士的英勇无畏和革命精神。

近年来，甘南州高度重视长征文

化公园的建设，不断加大对茨日那毛

泽东旧居 - 俄界会议旧址和腊子口战

役纪念馆投入和管理力度，提升展陈

水平和教育功能。同时，通过举办各类

纪念活动和红色旅游项目，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有效推动了红

色旅游的发展和文化传承。

黄河情韵院
千年流淌的文化长歌

甘南州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

补给区，该州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作为全州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根

据中央关于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

总体部署，甘南州发改委等部门积极行

动，推动了一系列项目的实施。

玛曲县“天下黄河第一湾”景区建

设（黄河首曲文化公园建设）项目自启

动以来，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项目总投资超过 1600 万

元，建设内容包括观景台、旅游厕所、

木栈道、自驾旅游营地等基础设施的

完善和提升等。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心

施工，景区已初步形成了集观光、休

闲、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

的地。

在保护黄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玛

曲县充分利用“天下黄河第一湾”的独

特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通过举办

黄河文化节、黄河摄影大赛等活动，提

升了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加

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黄

河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实现了资源共享

和互利共赢。

甘南州地处黄河流域上游，是黄

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来，甘南

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甘南州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积极

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近年来，甘南州通过实施一

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有效改善

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依

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生态保护方面，甘南州加强了

对黄河干支流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力

度，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和治理工

程；同时，加强了对黄河沿岸地区的环

境监管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

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甘南州依托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优势，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和绿色生态产

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筑梦国家文化公园院
文旅融合绘就时代新篇

甘南州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过程中，始终注重与文旅融合发展

的有机结合。通过深入挖掘和整理长

征文化、黄河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打

造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风

情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加强文化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

质的旅游体验。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甘南州还特别

注重乡村振兴。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

入，全州成功创建了一批文化旅游标杆

村、全域旅游专业村和生态文明小康

村，培育了精品民宿和星级农家乐 3000

余家。碌曲县尕秀村、卓尼县博峪村等 7

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这些村庄在保留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

同时，也实现了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和

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

同时，甘南州始终注重文化保护

与传承。全州全面保护传承 518 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建成非遗保护中心、民俗

文化非遗展览场所、传习所和表演场

所多处，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

选国家级和省级名录。同时，甘南州还

加强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利用，实施了拉卜楞寺、洮州卫城等文

物维修保护项目，为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格萨尔文化、非遗文化等提供了有

力保障。

此外，甘南州还积极创新文化旅

游宣传推介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和

节庆活动等多种渠道扩大文化旅游品

牌影响力；加强与国内外旅游市场的

交流合作，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向更高

层次、更广领域发展。通过举办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持续提升品牌

影响力。近年来，甘南州连续举办了九

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扎尕那青

稞音乐节、合作市“南木特”藏戏展演

等一系列节庆赛事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和当地群众的参与。甘南州还积

极整合全州文化旅游资源，制作文化

旅游宣传片和动漫片，通过主流媒体

和网络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推介，进

一步提升了“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甘南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不动摇，以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为契机和抓手，继续深入挖掘和

传承红色文化和黄河文化，推动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努力将甘南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

文化旅游目的地和红色研学旅游高

地，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迈

上新台阶。

红色甘南的长征记忆：传承光辉岁月 续写革命精神新辉煌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甘南，这片神秘而壮丽的
土地，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的
无数英勇与辉煌。85 年前，中
国工农红军在这片高原上留下
了深刻的足迹，他们翻越雪山、
穿越草地，用坚定的信念和不
屈的精神书写了长征史上的壮
丽篇章，长征的足迹如同蜿蜒
的河流，穿越岁月的沧桑，流淌
着不朽的红色记忆。这里，是红
军英勇奋斗的舞台，是革命理
想绽放光芒的圣地。

甘南：文旅融合发展 文化之光绽放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天下黄河第一弯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玛曲阿万仓湿地

玛曲县阿万仓镇沃特文化旅
游标杆村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俄

界村，矗立着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

俄界会议旧址。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国工农红军

在长征途中于此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这次会

议不仅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

彪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俄界会议是红

军长征途中在甘肃境内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它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为红军

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一会议的历史

意义在于，它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

谋，保证了红军的团结一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俄界会议的钟声，仿佛仍在迭部县的达拉乡

俄界村上空回响，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信

仰的灯塔。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红军在这里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北上抗日的决心。俄

界会议的召开，如同破晓前的第一缕曙光，照亮

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如今，俄界会议遗址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吸引着无

数游客前来缅怀这段历史。

俄界会议旧址院历史的转折点

腊子口战役遗址院天险变通途

腊子口战役遗址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红

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最关键的一仗。1935 年 9

月，红军在腊子口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

抗，但红军将士凭借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多

变的战术，最终突破了这道天险。腊子口战役的

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

的阴谋，更为红军后续进入陕甘地区开辟了道

路。这场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

著名战役，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展示了红军将士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同时也为中国

革命史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如今，腊子口战役遗

址已成为省级“红色旅游精品景点”，吸引着大

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腊子口的峭壁之上，至今仍回响着红军将

士的呐喊声。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红军以

无畏的勇气和智慧，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

封锁，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腊子口战役的胜

利，是红军英勇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甘南

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这里，每一块石

头、每一片树叶都仿佛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

历史。

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位于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

地东南侧的茨日那村，这里曾是毛泽东主席在长

征途中的居住地。1935 年 9 月 14 日黄昏，毛主席

在其居住的小木楼上向红一军二师四团下达了

“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为腊子口战

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茨日那旧居是一座典

型的藏式风格小木屋，虽然面积不大，但屋内陈设

简单而富有历史感。茨日那的小木屋里，毛泽东主

席的足迹仿佛还未曾远去。这里，他运筹帷幄，指

挥若定，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

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不仅仅是一座简单的藏

式小屋，它更是红军长征途中智慧与勇气的象

征，是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见证。如今，这座小木

屋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游客缅

怀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茨日那毛泽东旧居院伟人的足迹

杨土司革命纪念馆院土司文化的光辉

杨土司革命纪念馆主要展示了卓尼第 19 代

土司杨积庆和 20 代土司杨复兴的革命道路和光

辉事迹。杨积庆土司在红军长征期间为红军提供

了大量帮助和支持，杨复兴土司率部在卓尼和平

起义，他们的事迹成为了甘南地区红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杨积庆、杨复兴两位土司，他们用自

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担当。在红军最困

难的时候，杨积庆伸出了援手，为红军提供了宝

贵的支持和帮助。杨土司革命纪念馆，是土司文

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结晶，是甘南人民对革命先

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杨土司革命纪念馆不仅是甘肃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还是展示土司文化和进行旅游观光的

重要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游客可以深入了解

卓尼土司的历史和革命精神，感受土司文化的独

特魅力。

临潭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尧洮州会议旧址院历史的见证

临潭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和洮州会议旧址位

于临潭县新城镇，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

历史见证。1936 年 8 月，红四方面军在此停留了

47 天，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宣传抗

日主张，并召开了著名的洮州会议。洮州会议重

新肯定了岷州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使红四方

面军回到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轨道上，促进

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临潭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和洮州会议旧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红色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今，这些旧址已成为游

客了解红军长征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

场所。

红色甘南的长征记忆，是一段充满传奇与艰

辛的历史。它见证了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斗和甘南

人民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革命信仰的力量与伟

大。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不仅要缅怀先烈、

铭记历史，更要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